
2023年三年级语文园地三教学反思(精
选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三年级语文园地三教学反思篇一

上完二年级语文园地一的“口语交际”和“展示台”两部分
后，对我的触动非同一般。“口语交际”一部分，让学生明
确了“口语交际”的内容后，让学生说说到哪儿秋游，学生
在组织语言时说的很完整，很通顺。“我建议大家到……因
为……”“我想让大家到……因为……”。不光学生的语言
组织的非常到位，而且理由非常充分。在进行作业展示时，
由于星期天给学生布置了做树叶贴画的作业，学生的作品真
是五彩纷呈，有用树叶粘贴成小兔子的，有用树叶粘贴成海
底世界的，有用树叶粘贴成各种各样植物的样子……我问学
生是自己做的，还是和家长共同完成的。有的说是自己做的，
有的说是和家长一起完成的。

三年级语文园地三教学反思篇二

上了这么多节语文园地课，对于怎么上还是没有一个头绪。
通常都是按部就班，一个环节接一个环节讲下去。这样的课
堂远远达不到活力课堂的要求。在调研课中，我选择了上园
地一，这是一个挑战。上完课下来，很多地方值得深思。

如何把“设疑、探究、生成、评价、应用”运用在复习整合
课中，需要继续探讨。从园地内容看，有“口语交
际”、“习作”、“我的发现”、“日积月累”“展示台”
这几个内容。我把“我的发现”、“日积月累”放在一节课



上一起讲。对于这两个内容，如何连接、如何过渡是备课时
首先要思考的问题。以前讲这些内容时，我并没有认真思考
连接和过渡的问题。但是对于一节完整的课，这是不行的。
于是，在课上，我设计了闯关的形式，通过“我会读”“我
会背”“我会认”这几个关卡连接。课堂上，孩子们对于这
种闯关形式兴趣可大了，所以整节课学生的积极性还算不错。
但是这个形式，我没有设置闯关目标。其实我也考虑过这一
点，但实在找不到一个任务，所以就选择只是挑战自己而已。

从这节课看来，我对教材的研读与把握还是需要进一步加强。
比如在“我会读”环节，我开始只是按往常的教学设计，毫
无新意与创意。后来经指导，把多音字放在句子中，这样学
生对多音字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读音和意思就更好把握了。
备课不仅要认真，还要钻研，这样才能更好让学生更好掌握。
在背诗歌环节，我按照二年级在经典文化学习中的方法让孩
子们用不同形式读，大致说诗句意思，比赛背诵，说背诵方
法。在“读读背背“内容上，我对教材重点的把握有偏僻，
把重点放在了认字上，应该是把重点放在区别上，可通过组
词形式区别。

备课，还是备课，钻研，继续钻研，学习，永无止境，才能
实现活力课堂。

三年级语文园地三教学反思篇三

本课教材的变化：

其一、课题有了变化 ，由原来的民族小学改为“大青树下的
小学”，是教材编写中国家意识的体现。大青树，就是这所
学校的地域特点———边疆特色。

其三、课后题目，更加注重学习方法的指引。

1、朗读方法：边读边想象画面。



2、模仿说话：你的学校是什么样的？选择一个场景说说。

三年级语文园地三教学反思篇四

本组课文讲述了：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于这
些问题，我们通常是想的不一样的，做法难免会有差异，最
后的结果更是不尽相同。本组课文讲述了几个生动有趣的故
事，这些故事告诉我们怎样看问题，怎样想问题。本组的4篇
课文，其中三篇精读，《矛和盾的集合》、《科里亚的木
匣》、《陶罐和铁罐》；一篇略读《狮子和鹿》。

本组课文以启发学生怎样发现问题，再去解决问题，在单元
导读中有所体现。在《矛和盾的集合》中通过对发明家勤于
思考善于实践品质的学习。懂得：“谁善于把别人的长处集
于一身，谁就是胜利者”的含义；而《科里亚的木匣》中能
够懂得一切事物都在变化的道理。《陶罐和铁罐》中体会铁
罐的傲慢无理和陶罐的谦虚克制，懂得：人都有长处和短处，
要看到别人的长处，正视自己的短处。略读课文《狮子和鹿》
理解鹿对自己的角和腿的不同故事。

教学时，注重了以下几个方面

1、引导学生读懂课文，一边读一边想象，充分结合故事蕴含
的哲理联系到自己的实践经验。

2、课文的语言生动有趣，适应于朗读的训练，引导学生有感
情的朗读，了解课文中的大意，体会故事所蕴含的道理，在
理解、朗读、背诵中，积累语言。

3、本组教材各部分都是有趣的故事展开的，教学中使各部分
相互关连，紧密配合。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对故
事蕴含的道理进行掌握。（白石）



听听秋的声音教学反思人教三上语文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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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内容分析：

《大青树下的小学》是一篇抒情散文，描写了一所边疆小学
欢乐祥和的校园生活，体现了我国各民族儿童之间的友爱和
团结。古老的铜钟，洁白的粉墙，还有摇曳的凤尾竹，是那
么美丽。小学生来自不同的民族，在祖国的大家族里，在鲜
艳的五星红旗下共同学习生活，是那么团结。他们上课认真
读书，下课心情玩耍，小动物的出现增添了趣味。

课文共4个自然段，段落分明，层次清晰。第一自然段写了学
生上学的路上和来到学校时的情景。第二、三自然段写了上
课时和下课后的情景，既描写了学生学习和玩耍的情景，又
用小动物的活动进行衬托，展现出校园的静和动。第四自然
段以赞美的文字点题，以景物的描写结尾，意味深长。

课文表达丰富，有许多有新鲜感的词句。如“坪坝”“开着
绒球花和太阳花的小路”“凤尾竹的影子”“洁白的粉墙”
等词句，表现出比较新鲜的连续风貌;傣族、景颇族、阿昌族、
德昂族等民族名称学生会比较陌生;第一自然段的第一句和最
后一句，分别运用了“从……从……从……”和“向……
向……向……”这样的反复句式，读起来读起来朗朗上口，
富有节奏感;第三自然段以树枝、鸟儿、蝴蝶猴子的状态来表
现窗外的安静，衬托出学生上课时的专注;这样的表达既与课
文的情境相吻合又比较特别。

课文配有一幅插图。教室里，穿戴不同的小学生正在读书。
教室外，大青树上挂着古老的铜钟，两只调皮的猴子正好奇
地听着小学生的朗读。植物、动物、小学生，构成了和谐美
丽的画面，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



学情分析：

本单元是学生进入第二学段三年级学习的起始单元，具有过
渡性质：会认的字量开始减少，会写的字量开始增加;“学阅
读”和“学表达”的学习比重增大，这一篇课文的学习，体
现了第二学段三年级的这个学习特点。但是，根据课程标准
的教学建议，识字与写字仍然是教学的重要内容，应引起我
们足够的注意和重视，默读的学习掌握仍要进行，因此要注
意教学时间、容量、环节等的合理分配组织，注意使用适合
的、恰当的教学策略，以有效地进行各教学内容的教学。

教学目标：

1.认识“坝、汉”等10个生字;通过找近义词、想象画面等方
法理解词语的意思;会写“早晨、穿戴”等21个词语。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能边读边想象画面。能找出课文
中有新鲜感的词句，与同学交流自己的理解，并积累运用。

3.能用自己的话说出“大青树下的小学”特别的地方。能借
助提示，说出自己学校生活的某个场景。

教学重点：

找出课文中有新鲜感的词句，与同学交流自己的理解，并积
累运用。

教学难点：

能用自己的话说出“大青树下的小学”特别的地方。能借助
提示，说说自己学校生活的某个场景。


